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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周年——— 舒同、舒安父子作品展
暨《舒同书法字汇》首发式于23日在
山东广播电视台美术馆(山东电视
大厦15楼)隆重举办。本次展览主要
展示舒同、舒安父子作品60余幅，并
同时举行了《舒同书法字汇》的首发
式。舒同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
任主席，他的书法讲求藏头护尾，回
锋逸转，起笔处顺入而无缺锋，转折
处舒缓而少涨墨，收笔处用旋锋为
求其圆浑。舒安走的则是中西结合、
传统与现代结合、书法与绘画艺术
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又
有独特风貌的舒式传统手法。据悉，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

舒同、舒安父子作品展
亮相济南

业界

(本报讯) 由齐香斋画廊主办，
潍坊华润美术馆、烟台市群艺馆协
办的“觉之归来——— 张觉之作品巡
回展(济南)”将于明日上午九点在齐
香斋画廊开幕。张觉之的花鸟画作
品开阖大气，粗犷质朴，率直自然，
注意布白和节奏的变化，痛快淋漓
之余让人慢慢品味，是值得推敲的
青年画家作品。

张觉之，原名张星，字心释，号
心释堂主。先后毕业于南京艺术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江
苏省青联委员 ,文化部青联委员 ,文
化部青联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张觉之作品展
明日在济南开幕

(本报讯) 由山东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山东大学艺术学院联合
主办的“风景这边独好——— 刘宁、宋
海永、王文灏风景油画展”，于11月
23日在济南顶峰美术馆举办。此次
展览共展出了三位青年艺术家百余
幅近期风景写生作品。近年来，风景
写生不再是搜集创作素材和色调的
练习，作为直接创作形式，被越来越
多的画家和观众接受。三人参展作
品流露出他们在艺术上的思考、探
索、纠结和欢畅。体现出了他们的勃
勃生机和各自的探索。此展将持续
至29日。

“刘宁、宋海永、王文灏

风景油画展”正在展出

由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组委会、山东省文
化厅、大众日报社、山东省文物保护与收藏协
会、宜兴市文广新局、淄博市陶瓷协会、山东
大厦等单位主办，山东大厦美术馆、山东省艺
术品投资管理中心、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山
东福泰陶瓷公司等单位承办的“十艺节·山东
大厦美术季”系列活动，上月圆满落幕。将于
11月30日在山东大厦举行“大师联袂 陶瓷墨
醉——— 十艺节山东大厦美术季成果精粹展”，
与各位艺术爱好者共飨艺术成果。

官方主办，品正源清

宜兴当地得天独厚的矿体资源以及

巧夺天工的制作技艺，造就了美誉天下
的紫砂器皿。业内专家提示：选择紫砂器
要看泥、型、工、名四个方面，传统紫泥产
自丁蜀镇黄龙山，深埋于黄石矿层之下，
包括紫泥、绿泥、红泥、团泥四种原矿，原
矿料在未加水并经锤练前称作生泥，通
过一套独特的加工程序后才能获得可以
成型的熟泥。

为了贯彻“十艺节·山东大厦美术
季”创作艺术精品的要求，“国画·紫砂”
与“国画·国瓷”艺术创作活动，在宜兴市
文广新局等单位精心组织安排下，从传
统原料产地遴选了高品质的紫砂泥料和
高白瓷、骨质瓷坯料，紫砂 (器 )由多位国

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亲手创作，确保了泥
料、器型、工艺、书画、刻工和烧制的品正
源清。

砂墨合璧，艺术瑰宝

十艺节·山东大厦美术季活动，聚集了
山东省十几位国画家，与倪顺生、顾治培、
桑黎兵等十几位国家级紫砂艺术大师共同
碰撞与合璧，合作出多件不朽佳器。造就了
艺术瑰宝，弘扬了传统文化，谱写了"壶韵
以书贵,翰墨以壶传"的新篇章。而这种中国
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形式的结合，也呈现
出了艺术融合的新境界。 （贾佳）

壶壶韵韵古古朴朴 墨墨色色流流香香
十艺节·山东大厦美术季成果精粹展11月30日隆重登场

谢其云、宋述林交流展
于20日在济南举办

(本报讯) 由极光艺术传媒主
办的“辉·映——— 谢其云、宋述林国
画作品交流展”，于11月20日——— 12

月2日在济南马鞍山路新世界商城
四楼稚趣斋和东工商河路药圣楼南
楼三楼稚趣斋同时开展，展览由著
名评论家李常玮先生担任策展人，
共展出谢其云和宋述林两位画家的
精品五十幅，涵盖人物和山水，两位
画家均为学院派画家，作品具有鲜
明的学院特征。

题，指写在书籍、字画、碑
帖等前面的文字；跋，指写在
书籍、字画、碑帖等后面的文
字。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将书
画作品上题字统称为题跋。古
代画家把诗文题在画面上，使
诗、书、画三者之美巧妙结合，
相互生发，画面更富意境与形
式美感，逐渐形成了中国画的
艺术特色。

题跋好、坏：

“画龙点睛”之于“画蛇添足”

题跋讲究与画中内容相互映衬，一般
来说，工笔画宜用篆书、隶书和楷书，写意
画宜选择草篆、草隶和行书。历代名画中，
不少画家的题款成为人们考证历史、了解
创作背景的有力证明，以徐渭墨葡萄自题
为例，“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
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成为其人生处境的最真实写照：徐渭曾被
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聘为幕僚，这期间他
参加乡试八考八落，胡宗宪被捕后，徐渭
认为自己将受牵连，多次自杀但都归于失
败，后又因误杀继妻而下狱7年，饱尝世间
酸辛，对世事心灰意冷；另一具有代表性
的题跋则来自于诗人王冕自题《墨梅》：

“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
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仅成为
历代广受追捧的名诗，更显现出诗人淡泊
名利、一身正气的处世态度，成为整幅画
面的点睛之笔。

当然，并非所有题跋都能“画龙点睛”，
有很多后续性的鉴藏题跋则成了“画蛇添
足”的败笔。近年来，艺术评论家石建邦、收
藏家郭庆祥炮轰乾隆皇帝收藏品位的言论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认为，一向以热爱
收藏著称的乾隆皇帝根本就是个“破坏
狂”：经他题跋的名迹不计其数，当年，乾隆
认为《富春山居图》仿本《子明卷》是真迹，
便在画面空白之处题字、盖印，将构图死死

“闷”住，让整幅画变得了无生气。虽然在今
天的拍卖行中，有乾隆御印的作品大都价
值不菲，但皇帝专爱在画心题字，对画面构
图造成的极大破坏，也令后人啼笑皆非。

题跋有、无：

中国画传统精神的式微

在中国书画体系中，历来延续着诗、
书、画、印“四全”的传统，宋代以苏轼为代
表的文人画家开始大量在画面上题字，元
代以后题款艺术日渐成熟。画面与题跋文
字相互附着和依赖，不同表现形式和媒介
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的表意系
统，从而实现了人文涵义的深厚与意境空
间的完满。

古代文人画家的文化素养比较高，所
以题诗写跋时文思泉涌，如行云流水。但现
在，中国画的题跋也逐渐由一件文雅遣性、
抒发心绪的快事，沦为一种令很多画家抵
触、为难甚至尴尬的负累。许多画家题字
时不敢“出手”，或题字存在书法不佳、文
韵不深的现象。艺术评论家赵立忠曾分
析，目前中国画穷款多的原因有三点，“一
是很多画家肚子里墨水少，写不出诗词
来，或者书法水平不行，有的甚至照抄唐
诗宋词都出错，不如没有题款。二是当前
有一种比较时髦的画法，就是画得满、画
得黑，再题款就喘不过气来了。三是许多
画法、构图吸收了西画特征，与我国传统
题款格格不入，反而不可题款。”

同时，现在的艺术创作个别存在“求大
不屑小”、“求视觉冲击力而不屑内在底蕴”
的倾向，让画者轻视了对画面“意韵深远”
的探求，省略考验功力的题跋，更不失为一
条“捷径”。为“遮丑”而不题的现象，反应了
题跋从彰显文人涵养到尴尬存在的处境，
和传统国画精神内涵的式微。没有了诗书
画印的全面感受，我们即使被画面强烈视
觉冲击力震慑，又有几分悠长回味？

题跋延续：

创作更要重视画家文化素养

画上题款是靠画者本人的素养来实现
的。中国文人著文、善书，于是画画也有了
书法笔意、画题诗文，形成了异于其他国家
绘画的重要特色。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
术强调对专门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造成
各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影响了中国画家的
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各学科的互相滋养。
对此，艺术评论家陈传席说：“现在是史上
画人最多，也是画人文化水平最弱的时代。
当然这也和我们的教育制度有关，画人自
己也有问题，忙着学点技术，急功近利”。

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学养不够导致
文人气息的匮乏，画面中的题跋失去了滋
养，举步维艰，日益粗糙变质。当然，做足文
化功课，光靠一时“补课”是远远不够的，对
于当下许多先学技术，后补文化的做法，陈
传席更是一针见血：“文化必须早学，年龄
大了，学习效果就差了。技术晚学一点问题
不大。金冬心、吴昌硕等都是五十岁才开始

学画的，仍成为一代名家。现在的画人不读
书，忙着学技术，因为没有文化的基础，技
术中的艺术成分就少，人老了，画就更差
了。所以，当代画画人多，而大家少。”

现在，中国画重新回归传统精神，而题
跋背后的文化分量与培养“学者型”艺术家
的理念有一定契合，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
义。正如一些学者的呼吁，中国画中内涵丰
富的题跋应当受到更多人重视，画者的文
化素养应该有更高的提升。 (东野升珍)

从从““尽尽善善””到到““缺缺憾憾””
渐失文化滋养的中国画题跋

舒建新·荣宝斋当代中国画

典藏大系在青州举办首发式

(本报讯) “茶马古道漫笔首
发式暨品鉴普洱活动”23日在潍坊
青州举办，此次活动由潍坊晚报主
办，青州书画艺术城和鲁鸢美术馆
承办，举行了《荣宝斋当代中国画
典藏大系·舒建新卷》首发仪式，并
邀请了书画家、评论家及收藏家等
业界专家共四十余人，共同讨论了
舒建新书画作品的学术价值。

舒建新，山东青州人，现为中
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美术馆馆长，
致公党中央画院副院长，中国画学
会理事。舒建新两度入滇担任行政
职务，现挂职普洱市副市长。他执
著于山水画创作，多年来用画笔描
绘了具有独特风貌的滇乡山水和
云南各族群众，作品优雅别致，恬
淡闲适，在画坛引起了很大反响。

□艺坛百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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